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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录片传入我国以来，已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多个地区级的纪录片大赛，作品数量呈

指数级增长。传统的纪录片制作群体有电视台、独立制作人、影视制作公司等，整体风格与技术趋向成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萌发了高校大学生这一纪录片创作群体，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已经

成为一种成型的媒体形式。本文从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展开研究，分析了大学生纪录片创作的选题倾向

这一问题，希望能给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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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题材是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第一步，也是纪

录片整体风格、基调的确定，可以说，好的选题意味着创
作成功了一半，有利于大学生后续纪录片创作一系列工作

的顺利开展。经过分析，一般来说，大学生的选题具有地

域性、生活性等特点，而影响大学生选题倾向的因素有性
格差异、心理差异等。近几年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选

题多以生活正能量、社会大事、社会边缘、教育与自身生

活、历史文化等题材为主，这也是本研究的阐述重心，希
望能够推动相关事业的发展。 

1  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选题特点 

1.1  地域性 
以 2010 年的广州亚运会举例，当年南方大学生群体

以此为选题创作了大量的纪录片，由此可见，大学生群体
纪录片创作选题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大学生群体在选择

纪录片选题的时候，会下意识关注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城

市，并从这些区域、城市中挖掘一个焦点，围绕焦点展开
思考和创作。一般情况下，大学生群体会优先考虑当地的

历史古迹或历史名人，并向当地原著居民、年长人群等咨

询了解一些古老的传统民俗或文化现象。在一定角度上，
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地域性也体现在大学生群体拍

摄的主题大多为自己就读的学校，记录自己的大学老师、

大学环境、某个社团、某个系列活动、某个氛围等等，同
类型的纪录片还有大学生对当地大型活动或会议的纪录，

或者对当地有历史的山、河、名人、故居、古迹的纪录，

又或者对当地历史文化现象、风俗习惯、人文风情、生活
起居、饮食习惯的纪录，以及对当地某个少数民族、某个

特定居民区的纪录。 
1.2  生活性 
随着关注角度的拓展，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选题

从校园生活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

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初期，不管是拍摄设备，还是剧
本构思、创意灵感，更多展现的是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

学习本质，在大学生群体创作的纪录片当中，纪录民俗风

情、景物风光与校园生活的作品较多。慢慢的，大学生创
作群体开始尝试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开始用更大的视角来

选取纪录片创作选题，将目光更多的投放在典型性社会问

题和现象上。尽管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大学生群体所探索

的角度比较青涩，研究层次比较浅薄，对社会的责任感不

太突出，但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大学生创作群体的
视角更加广泛，嗅觉变得愈加敏锐，开始体察到一些隐藏

在角落中的社会问题，将社会发展带出的新问题带到大众

眼前，目前来看，这种趋势将会愈演愈烈，在大学生群体
纪录片创作选题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2  影响大学生选题倾向的因素 

2.1  性格差异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都是不同的，大学生成

长背景的差异性导致其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心理素质等
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且时代特征对选题的影响也比较显

著，而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群体心理特质的不同也影响着他

们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的思维和角度。以九零后的大学生
群体为例，这一代的大学生更加注重和渴望发展与完善自

我，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对集体、国家乃至社会贡献一些

力量，从而体现自我价值。在两者之间，九零后的大学生
群体更加倾向于关注自我与实现自我价值，具有明显的个

人化倾向，在前几年的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中，凸显此

特征的选题主要有关注自身发展、关注社会发展、连接自
己与社会国家等类别；而近几年的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

作，多是从小人物着手，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情或工作，来

表达平凡人虽然出身一般但依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信
念，而这种价值往往是不受职业、种族、性别、年龄所限

制的。 
2.2  心理差异 
心理差异包含自主意识、责任意识与心理韧性三个方

面，仍以九零后的大学生群体举例，这一代学生的成长历

程处于国家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并在教育方面大力推进实
施素质教育的阶段，因此，九零后的学生在眼界和思维上

更加开阔、长远，对自己的自我意识认知也更加清楚，能

够对自身产生更多、更深的思考。九零后从小到大都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会对自己的未来展开经常性的思考，并进

行初步的规划。这一特征体现在作品创作中，具体表现为

九零后大学生群体在创作纪录片时，会将自己所拍摄的内
容与现实联系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大学生群体纪

录片创作选题倾向的因素只会更加多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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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选题倾向 

3.1  立足生活正能量 
社会现实类选题的纪录片在近几年大学生群体纪录

片创作中占据着绝对性的主导地位，经过进一步细化、分

析，我们发现，其中立足生活正能量及其升华、延伸题材

的纪录片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如少年、活着、爱情、
逆行、团圆、人生等主题。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题材属于正

能量信息的传播，能够给观者和社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

响，与国家积极倡导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
高度吻合，符合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表现了生活中阳光、

正直的一面，能够满足大家对生活的美好追求与期许；另

一方面是因为弘扬生活正能量的选题更容易被大众所接
受、传播，更容易唤醒观者内心的情感，收获一些奖项、

成就，帮助创作者取得艺术上的成绩。 
3.2  立足社会大事 
社会大事类的选题是指以具有特殊性、典型性、高度

传播性、引起众议性等特点的社会事件为选题创作的纪录

片。以 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例，作为近两年的热点话题，
很多大学生群体以此为选题创作了诸如《武汉日记》《抗

疫》《封城》《我们在一起》《战疫日记》《隔离一线》《口

罩厂家》等纪录片，表达了疫情当中普通人的悲与痛、爱
与希望，具有时效性、人文性等显著特点。由此可见，当

代大学生群体对于社会大事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而且其

视角和思考方式、分析手法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能够敏
锐察觉出社会大事的潜在发生可能性，并通过纪录片创作

表露自己的思想与看法。 
3.3  立足社会边缘 
分析表明，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对处于社会边缘的

弱势群体也具有一定的关注度，其关注主体主要包括留守

儿童、空巢老人、流浪汉、残疾人、自闭症儿童、孤儿等
等，通过将镜头聚焦在弱势群体身上，带领观者发掘他们

身上的故事，讲述边缘人物的辛酸生活，体现了高度的人

文关怀。近两年的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社会边缘类代表
作品有《肩上的岁月》《豌豆公主的梦想》《关注空巢老人》

《留守的天空不下雨》《被遗忘的角落》《山里娃》等。这

一选题倾向能够揭露社会的灰面，让大众更加全面的认识
社会、了解社会，去关注那些不起眼的群体，其主要目的

偏向于记录社会现实，具有较高的纪实性。 
3.4  立足教育与自身生活 
立足教育与自身生活的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具有

一定的思考性。经过分析，我们得知，大学生群体对教育

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和思考，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也进行了一
些思索与纪录。大学生关注教育，更容易从当事者的角度

去看待一些问题，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对于教育的选题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注教师的命运，尤其是
偏远地区或贫困地区的教师；另一方面是关注学生命运与

教育相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学生也多为偏远地区和贫困

地区的学生。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

之所以关注教育，多半是由于大学生自身所处的环境因
素，经过数载认真学习与努力拼搏考上高等学府后，更能

以过来者的角度看待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以

尽量客观但难免带有同情的态度看待艰苦条件下仍坚持
读书学习的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学子。大学生群体将镜头

对准这些地区的学生时，内心会产生一种触动，希望能够

用这种方式改变一些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创作动力和灵感
来源就是对于这类学生的同情和情感。关于大学生生活的

纪录片创作近两年的代表作品有《当代大学生》《大学时

代》《大学生创事记》《支教在路上》《我的社团生活》等
等。和别的选题相比，这一类的题材更容易引起大学生群

体的共鸣，引发深入思考和探索。 
3.5  立足历史文化 
在近几年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总量中，历史文化类

选题纪录片的数量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也是无法忽视的

存在。在大学生创作群体看来，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创作
选题还是具有一定可创作的价值的。尤其是近几年，社会

上掀起一阵“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大学生群体

纷纷响应号召，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将焦点聚集在人文历
史当中，以一个当代大学生的视角去回顾历史、体会文化，

故而在大学生群体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创作中获得了不小

的成果。一般而言，大学生群体在选取历史文化类主题时，
会将祖国山河与历史人文相结合，从山川河流的角度渗透

历史与文化精神；或者是走近历史名人，通过与其相关的

建筑或文物，回忆历史事件等方式对名人并进行解读。经
研究发现，近两年历史文化类大学生群体纪录片数量大幅

度提升确实是和国家相关的政策与号召有关，“中国梦”

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振奋了无数
中国人的热血，而大学生群体作为其中最为青春洋溢的一

个群体，拥护党和国家方针的信念也更加强烈，希望能够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结语 

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选题倾向有着更加广泛且
深入的发展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群体的一代代

更迭，大学生群体纪录片创作的视角只会逐渐拓展、延伸，

思考的角度也会逐渐独特性、个性化。国家、政府、教育
主管部门以及各高校应积极鼓励大学生群体进行纪录片

创作实践活动，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致力于讲好中国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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